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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疫情下的線上學習淺談國小資訊教育之現況與問題 
陳奉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現代人很難脫離 3C 產品的誘惑，是依賴也好，跟著世界潮流趨勢走也好，

不可否認的是生活中的食衣住行甚至育樂都與 3C 產品密不可分，突顯了資訊能

力對現代人的重要性，然而資訊能力的培養絕非一蹴可幾，應從基礎教育開始扎

根，建立每個人的資訊及科技素養。  

108 課綱順應目前科技教育的發展脈絡，將科技素養視為關鍵力，也將科技

課程從原本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獨立出來自成一個「科技領域」。而國民小

學階段是以議題融入課程之方式實施，包含科技教育及資訊教育，旨在讓學生藉

由體驗、探索及實作產生學習興趣，進而培養問題解決之能力。 

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是數位化時代中應具備的知能，在九年一貫課程時期，

國民小學階段從三年級開始，每週皆有一節資訊課，然而在新課綱中，則是將資

訊教育以議題融入的方式規劃，在未排定特定學習節數的情況下，如何真正落實

「培養學生具備科技與資訊應用的基本素養」呢？ 

二、國民小學的資訊教育 

在數位時代中，資訊科技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愈來愈廣，電腦更是扮演極關鍵

的角色，了解如何運用電腦科學工具的優勢轉化成自己的能力，成為每個現代人

必備的技能。同時，資訊教育也是成為國家資訊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教育工

作者應審慎看待之。 

(一) 國小資訊教育的理念 

資訊教育意指以電腦為工具，將資訊運用與結合於教育中，亦即在教育中能

統整及應用資訊。現今國民小學的資訊教育以議題融入的方式培養學生的資訊素

養，側重在問題解決與運算思維等高階思考技能之培養，使其能藉由資訊科技與

運算思維來解決問題、溝通傳達、與合作共創，並建立資訊社會中公民應有的態

度與責任，以滿足資訊時代中生活與職涯之需求。 

(二) 國小資訊教育的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資訊教育在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的學習重點著重在學生的問題解決、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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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溝通表達及使用態度等四個面向的主題，引導學生以漸進式的學習層次，從

問題覺知到知識理解，再到技能習得，最後實踐行動，而實施的主題類別與其實

質內涵，詳述如下表 1。 

表 1  資訊教育在國小階段的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學習主題類別 國小階段議題實質內涵 

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 
資 E1 認識常見的資訊系統。 
資 E2 使用資訊科技解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的方法。 

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 
資 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  
資 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 

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 

資 E6 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資 E7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資 E8 認識基本的數位資源整理方法。 
資 E9 利用資訊科技分享學習資源與心得。 

資訊科技的使用態度 

資 E10 了解資訊科技於日常生活之重要性。 
資 E11 建立康健的數位使用習慣與態度。 
資 E12 了解並遵守資訊倫理與使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規範。 
資 E13 具備學習資訊科技的興趣。 

資料來源：整理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三、疫情下的學習模式 

今年五月中，來勢洶洶的 COVID-19 疫情，迫使政府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

戒，各級學校禁止學生到校上課，為了不剝奪學生的受教權，即使停課但不停學，

改以線上學習的遠距教學模式讓學生的學習不中斷。 

線上學習（e-Learning）為「一種運用網路傳遞、擷取學習資訊及內容的學習

方式」。李正蓉（2003）指出線上學習可謂藉由學習平臺、線上圖書館、學習社

群或虛擬教室等方式，可以不被時間及地點所局限，而有效學習各種知能的學習

方式。它是數位學習的一種，使用者透過數位化電子資源媒體來進行學習，並由

其所提供之內容及教學方法來創造學習經驗，以達成學習目的，其類型及優缺點

以下分述之。 

(一) 線上學習的類型 

線上學習的類型，可由諸多角度來探討，可分成同步與非同步、文字平臺與

影像平臺、純粹網路或混合學習等，其中較常見的為同步與非同步，茲將這兩者

的相關比較彙整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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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步與非同步線上學習相關比較 
線上學習

種類 定義 優勢 風險 

同步 

教學者和學習者位處不同的

空間，但可藉由通訊網路、

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

媒體，與其他學習者或教學

者進行類似面對面的互動並

結合多媒體應用，進行即時

性的教學與學習。 

學習者可即時與教

學者及其他學習者

互動，能解決學習

上的盲點，也透過

互相分享，獲得更

多的收穫。 

1. 教學者需於課前架設相關

設備並測試電腦環境，若

連線過程中斷線，需立即

處理。 
2. 學習者端的設備、上課秩

序無法掌握時，可能影響

教學進度。 

非同步 
 

打破傳統教室教學的限制，

當教學者與學習者有時空上

的阻隔，教學者會藉由數位

多媒體教材呈現上課內容於

教學平臺上，學習者能依據

自己的時間彈性學習。 

不論教學者或學習

者都能不被時空限

制，彈性學習。 

1. 無法即時掌握學習者的學

習狀況，將教學內容做適

切性的調整。 
2. 無法了解學習者遇到的學

習瓶頸，未能進行互動及

立即回應。 
資料來源：參考 COVID-19 疫情下的遠距教育教學策略探討，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表可知，不論同步或非同步學習均能解決無法面對面教學的困境，兩種

方式各有利弊，如何選擇，得仰賴教學者與學習者評估學習目標、考量時間、設

備等相關條件後做出決定。 

(二) 線上學習的優點及缺點 

線上學習是轉換學習場域，不讓學習戛然而止的一種學習形式。然而，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任何一種的學習模式都有其優缺點，茲將其常見的情形彙整如

表 3。 

表 3 線上學習優缺點比較 
優點 缺點 

1. 學習教材多元性。 
2. 學習時間彈性。 
3. 學習空間不受限。 
4. 節省學習成本。 
5. 學習設計個別化。 
6. 學習內容更新即時性。 

1. 網路連線品質不穩。 
2. 人與人間的互動、交流減少。 
3. 需仰賴學習者學習自主性。 
4. 無法體驗教學者的教學風格。  
5. 長時間使用會影響視力。 
6. 教學者難以掌握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觀上表，可知線上學習能補足實體課程的缺陷但也有待解決的問題，使用

時得各方面加以考量，方才發揮其最大效益。 

(三) 線上學習的衝擊與問題 

線上學習是用以輔助實體課程的不便，無法完全取代之。同時，疫情期間的

線上學習對教師而言是一大考驗，對學生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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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與問題進而影響學習成效，常見的狀況有： 

1. 當機問題嚴重，學生欠缺解決能力 

因全國停課，大量的學生同時間使用線上學習造成網路平臺負荷量過大，連

線品質不佳，一節課可能中斷數次，這是線上學習常見的情況。而麥克風沒聲音、

螢幕沒畫面、網頁開不起來、學習平臺登入失敗等基礎操作能力的欠缺，因而無

法跟上教學進度，亦是影響學習的主因。 

2. 學生經驗不足，平臺操作生疏 

即使在學校電腦課已申請帳號，學過如何登入數位學習平臺，但因為第一次

真正需要以線上的模式上課，對學生而言可能興奮也難免緊張，不熟悉介面的操

作，造成使用上的不順手，就連簡單的點選、登入等步驟就得花上好一段時間，

多少會影響學習意願及成效。 

(四) 線上學習的啟發 

COVID-19 促成了一場全球性的遠距教學實驗，在疫情之前線上學習似乎只

是個新興科技名詞，大概不曾想過有這麼一天它會離我們如此接近，甚至在疫情

嚴峻之際是唯一能讓學生學習不中斷的一種方式。 

這次疫情期間的停課不停學，恰巧也讓我們掌握現在學生的資訊能力，是否

足以應付線上學習？或是需要在哪些資訊關鍵能力上做加強。同時也反思著，如

果在國小階段沒有規劃資訊教育課程，或許線上學習對於學生來說是相當遙遠且

陌生的，那在被迫停課的這段時間裡，學習是不是也得中斷？由此能深感資訊教

育課程對學生而言是迫切且必要的。 

四、當前國小資訊教育面臨的問題 

(一) 隱憂 

資訊教育的核心價值是要讓學生運用資訊相關能力，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

題，以符應資訊時代。從 COVID-19 停課時期，大多數的學生進行線上學習遭遇

的阻礙可知資訊科技能力的取得是有其必要性的。 

108 課綱中的重大變革，將原先國小階段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修改為

「自然科學」領域，刪去了「生活科技」。最直接的衝擊就是每週固定時間的「電

腦課」消失了，改由每科的授課教師在課堂中彈性運用「資訊融入式」教學。「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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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學習方式，無疑是希冀能將資訊科技的能力和其他的學習領域結合，發展

更多的可能性，這樣的想法固然有其優點，但在過去的教學活動中，資訊科技教

師鮮少和其他領域老師有共同合作的課程經驗，不免出現許多教育界人士及家長

焦慮的聲音，擔心資訊科技與核心素養，會不會因為融入之後就消失了？ 

(二) 困境 

新課綱不將資訊課程列入領域學習就不會影響其他學習領域所安排的學習

節數，學生修課的科目數也不會增加，同時亦減輕學習壓力。但若非正式課程中

的學習領域，又該如何適切的將資訊科技的相關知能傳遞給學生？會遇到什麼困

境？以下列出三項目前最棘手的問題： 

1. 什麼教學內容適切 

目前新課綱在小學階段所規劃的資訊教育課程：演算法、程式設計、系統平

臺、資料處理與分析、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等，要將這些內容融

入各個科目的學習中，並非容易之事，又要將教學內容聚焦在哪個主題？課程規

劃的深度及廣度為何，方能符應現今生活甚至朝向未來趨勢？ 

2. 利用什麼時間教學 

國小自然課程獨立設科後，科技教育僅建議採彈性學習課程或學校校訂課程

等方式實施。倘若學校沒有將資訊課程列入特色課程，也就無法與其他領域分配

「彈性學習課程」的時數，假使也未融入各學習領域，就難以有時間能安排及推

動教學活動。 

3. 該由誰來教學 

科技日新月異的速度超乎我們的想像，現在獲取的新知也許幾天後已過時，

教師準備的課程內容是否能時時跟上時代，是一個問題；是否能確保各領域的教

師都能適切的運用在所教授的科目中，以達到融入式教學，又是另一問題。 

五、結語 

(一) 關鍵時刻的助手 

疫情迫使教育的型態改變，線上學習成為許多學生吸收新知的管道，且對部

分學生來說可能是更佳的選擇，這樣的趨勢不會走回頭路。縱然線上學習的教育

模式無法完全取代實體課程，但不可否認的是適逢意外狀況時，具有學習不中斷

的靈活性。然而在線上學習時遇到的諸多困難，更有賴於學生運用其資訊科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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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及能力解決。因此，可以深刻感知資訊科技能力的具備對學童來說是不容被忽

視的。 

(二) 資訊科技人才是國家競爭力 

人才是國力的資本，更是創造臺灣嶄新未來之重要基石。明日人才的培育，

須從教育開始，尤在全球數位化時代，世界各國都致力提升教育品質，我國也不

落人後，在國中小教育中扎根，也向大學端延伸擴展，積極推動新興資訊科技教

育，形成完整的學習脈絡。未來更應持續加強各面向的資訊科技教育，尤在課綱

改革後，國小階段資訊相關知能的獲取也應有配套方式，讓小學生對於「資訊」

能掌握高敏感度，以利順應世界情勢。 

(三) 資訊教育刻不容緩 

綜觀上述，科技的浪潮已開始襲擊，在推波助瀾下每個人都得踏進數位化的

時代，縱使資訊科技帶來的不盡然都是福祉，但它確實竄入我們生活中的每一處，

甚至在關鍵時刻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在數位化的世界裡沒有應該是局外人，更

不只是成人的事，即使 108 課綱中在國小階段資訊教育僅是新興議題，但各校應

克服困境，慎重規劃課程，讓學生得以培養資訊科技素養，以銜接國中的科技領

域課程，並實際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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